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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6_B0_B8__c122_486416.htm 发达的法治社会，总是

伴生着发达的法学教育，为法治建设服务是一个国家法学教

育活动的天职。 法学教育属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史表明，没有良好的法学教育制度和

现代法治观念，法治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中国法学教育

肩负着为政法战线输送政治合格、学有专长的法律人才的政

治任务，是国家政法队伍职业化的教育平台，是国家政法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 我国

法学教育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严重脱

节，不能满足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需要。 鉴于法学教育具有

独特的政治性和专业性，法学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

法学教育改革应当统筹兼顾、总体安排，在试点改革的基础

上大胆尝试、有序推进。 2006年底，我应邀参与《中国的法

治建设》白皮书有关法学教育部分的起草工作，通过对中国

法治发展和法学教育状况的重新审视，进一步从法治建设的

高度认识了法学教育的社会价值。借此机会起草过程中的心

得体会总结出来，以此就教大方。 检验中国法学教育成败得

失的标准是什么 法学教育是由国家和社会推动的、以法学为

客体的专门教育活动。科学地评价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是法学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法学教育活动

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必然要求。 法学教育尽管表现为一种

教育活动，但仅仅从教育学的视角认识法学教育是不尽科学

的。从社会功能和价值追求上看，法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法制



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重要的法治活动。法

学教育与法治建设之间具有历史的、内在的逻辑关联，回顾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即“法治兴，则法学兴，则国兴；法治废，则法学教育废

，则国废”(张晋藩语)。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发展史也可以

得到印证，学校的命运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

所谓“法治兴，则法大兴；法治衰，则法大衰”。 由上可见

，法学教育发展状况是评价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状况和社会文

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是评价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程度的晴雨表

，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学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作为评价

法治社会发展状况的观测意义，更在于法学教育本身具有能

动性，法学教育并不是消极地作为法治建设的结果而存在的

，事实上，法学教育活动本身就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推动

力，是参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法学教育通过培

养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人来实现其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的价值

目标。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律人才，法治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

来的道理。 发达的法治社会，总是伴生着发达的法学教育，

为法治建设服务是一个国家法学教育活动的天职。很多学者

看到了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之家的内在联系，但没有从评价

和检视法学教育成败得失的尺度和标准的角度来运用这种逻

辑联系。我们认为，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之间内生的关联性

，决定了检验法学教育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必须在法学教

育活动自身的价值目标中去寻找。 中国法学教育肩负着为政

法战线输送政治合格、学有专长的法律人才的政治任务，是

国家政法队伍职业化的教育平台，是国家政法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法治应当是也必



须是检验中国法学教育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在中国语境下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

心要求，因此，具体而言，检验中国法学教育成败得失的惟

一标准是，法学教育是否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在法治领域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否有利于培养忠于党、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否有利于国家

政法事业的健康发展。 科学评价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状况 全

面认识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状况，事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评

价，是一个严肃的专业问题和政治问题，任何抛开历史背景

的简单判断都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确立了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

法学教育也重新起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

，针对当时政法专业人才奇缺、量少质弱的法治困境，采取

“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的法学教育“三多”发展策

略，为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政法保障，符合当

时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现行法学教育模式在新形势下产生了新的问题，急需在改

革与发展中加以调整。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的问题集中表现

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严重脱节，不能满足加强政法队

伍建设的需要，如：法学教育的“购销倒挂问题”，一方面

，经过法学专业训练的毕业生人数众多，但却不能找到合适

的法律职业工作；而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职业队伍当中

，入职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专业训练的人员比比皆是，

所占比例仍居高不下；又如法学教育的“道路迷失问题”，

即法学教育在发展方向和总体定位上依然不够清晰，始终游



弋于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以及人文教

育和科学教育之间；再如法学教育的“质量滑坡问题”，即

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理论上缺乏观察和了解社会问题的领悟

力，司法实践中缺乏基本的实践技能，在司法技能不足的同

时，司法伦理素质的普遍缺失更显严重之势。 法学教育改革

的路径选择 法学教育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影响了政法人才

的选拔和国家政法队伍的建设，急需通过改革加以完善。一

个阶段以来，胡锦涛同志和周永康同志先后多次对政法院校

教育改革和法律人才培养作出重要指示，表明党和国家领导

人对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法学教育事业

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法学教育改革要注意以下几个问

题：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法学教育属于国家

政法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指导思想。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新

时期政法工作的五项要求来指导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坚持

法学教育的正确方向，努力在法学教育的各个工作环节真正

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要坚持以依法治国、执

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指引法学教育工作，确保党的政法工作路线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法学教育事业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

行。 第二，要确立正确的改革目标。法学教育改革的总体目

标是，建立符合政法事业发展的法学教育体系，为国家政法

队伍建设和法律职业队伍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表现两大具

体目标：一是，通过法学教育改革，确保选拔优秀法律人才

进入政法队伍；二是，通过法学教育改革，确保政法干部队

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合格的专业技能。 第三，要有

积极稳妥的工作思路。鉴于法学教育具有独特的政治性和专



业性，法学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法学教育改革应当

统筹兼顾、总体安排，在试点改革的基础上大胆尝试、有序

推进。为此，有必要选择一批政治优势和学术优势兼备的政

法院校作为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在取得经验后

再向全国法学教育领域推而广之。 第四，要与司法制度改革

配套进行。司法制度中的司法考试制度和政法干部管理制度

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如：建立符合政法事业发展的司法考

试制度，改革现行司考制度，严格报名资格，取消非法学专

业考试资格；建立两次考试制度，丰富考试内容；规范司法

考试组织管理，将考务管理纳入国家标准化体系，建构适合

我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司法考试标准化体系。又如

，建立政法干部终身教育制度，规定取得法官或检察官资格

的在职政法干部，每次工作变化、职务升迁或经过一定年限

后，就需要参加由政法教育体系提供的法治政策与法律专业

培训。 专业化与学科化：法学教育自身研究的前景展望 法学

教育属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的法治发

展史表明，没有良好的法学教育制度和现代法治观念，法治

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

的运动”(列宁语)，同样地，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不会

有科学的法学教育实践。 在法学教育理论研究的组织工作上

，中国政法大学是先行者，早在2002年，该校即已成立了以

法学教育为专门对象对象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从法治视

野研究我国法学教育现象(曹义孙：《从法治视野看我国法学

教育》，载《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选》第6辑)，不断倡导及

推动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专业化与学科化，取得一定成效，



并得到法学教育界的认可。 我们呼吁有更多的法学专家关注

法学教育自身问题的研究，通过组织化和规模化的法学教育

研究，为法学教育改革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 （作者为中国

政法大学副教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